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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草王」之稱的銳頭瓶爾小草(Ophioglossum petiolatum Hook)為台灣短草

地常見的小型厚囊蕨。它出現在校園花圃中，但分布很不平均。我們根據光線、

溫度、溼度、土壤 pH值與伴生植物的影響，研究銳頭瓶爾小草在校園的分布。

本研究發現：1.銳頭瓶爾小草喜愛冬季早晨由南方照射而來的暖陽，且照射時間

需超過 6小時，較適合銳頭瓶爾小草的生長；2.由西北射來的午後陽光，由於溫

度太高，無法促使其生長；3.馬櫻丹會抑制銳頭瓶爾小草的生長，使其無法生長

在種植馬櫻丹的花圃。 

壹、 研究動機 

我喜歡下課和同學在走廊聊天，沒事會撥弄花台的小花小草，有些花草越長

越高，葉子也越長越多，最後還會開漂亮的花、結出小巧的果實。裡頭有一種小

草特別奇怪，小芽從土裡冒出來，成長至倒下死亡，都只有一片葉子和一枝有分

格的棒子，不開花也沒有果實，我們感到很新奇，採了一棵去問老師，才知道它

是屬於蕨類植物的銳頭瓶爾小草(Ophioglossum petiolatum Hook.)。 

但是，我們在生物課本中學到的蕨類植物，通常是羽狀複葉，孢子囊堆在葉

背成點狀或線狀，而銳頭瓶爾小草的孢子囊堆在哪裡呢？於是我們上網和到圖書

館查了資料後才發現，台灣的蕨類植物有許多類型，銳頭瓶爾小草屬於厚囊蕨，

具有大型孢子囊，肉眼可見(郭 1997)。  

銳頭瓶爾小草在台灣為十大特殊草藥，可清熱解毒，俗稱「草王」，一斤要價

四千元(隨 2008；ET today、TVBS、中視新聞 2016)，雖然北部低海拔草地常見，

但因過度摘採，植株都不大(郭 1997)，雖然大多數文獻記載銳頭瓶爾小草常見於平

地的草皮中，但沃(2015)在《瓶爾小草/一葉草的種植方法》中卻指出銳頭瓶爾小

草喜好長在圖一的環境中。之所以被過度摘採是因為銳頭瓶爾小草為台灣民俗草

藥，又稱為一葉草或矛盾草(荒野 2008)。 

 
圖一 銳頭瓶爾小草喜好生長於灌木叢下，以擋住台灣夏季強烈的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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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好奇銳頭瓶爾小草為什麼會出現在學校 4樓的花圃呢？它怎麼長出來

的呢？學校其他地方也有銳頭瓶爾小草嗎？因為蕨類植物具有世代交替，平日常

見的是孢子體，而孢子萌發所長出的是配子體，我們推測應該是銳頭瓶爾小草的

孢子，在偶然的情況下，來到學校的花圃，長出配子體，精卵結合後，長出銳頭

瓶爾小草的孢子體。之後再無性生殖長出許多銳頭瓶爾小草。 

我們實地調查銳頭瓶爾小草在校園中的分布，測量各種影響植物生長的環境

因素，以探討是何種因素影響銳頭瓶爾小草的生長與分布。 

貳、 研究目的 

一、 觀察銳頭瓶爾小草孢子體的細部構造。 

二、 實地勘察校園中銳頭瓶爾小草之分布。 

三、 探討環境因素對銳頭瓶爾小草生長的影響。 

四、 歸納銳頭瓶爾小草最佳生長環境。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觀察銳頭瓶爾小草孢子體的細部構造。 

（一） 以肉眼觀察其生長環境與個體差異，並以相機記錄其形態差異。 

1. 紙、筆 

2. 相機 

（二） 將生長形態有明顯差異的銳頭瓶爾小草，選一株具代表性的植株，進

行解剖觀察。 

1. 培養皿 

2. 鑷子 

3. 刀片 

4. 蓋、載玻片 

5. 解剖顯微鏡 

6. 複式顯微鏡 

7. 相機(顯微鏡專用) 

二、實地勘察校園中銳頭瓶爾小草之分布。 

（一） 2014年冬末：1月 27日與 29日初步調查 

1. 記錄紙 

2. 筆 

（二） 2015年春初：3月 9日拍照與觀察：相機 

（三） 第二次拍照觀察與花圃編號：2015年 12 月 8 日 

1. 紀錄紙 

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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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機 

（四） 2016年冬末：1月 26日拍照觀察與密度調查                      

1. 紀錄紙 

2. 筆 

3. 相機 

4. 自製調查工具：10 cm X10 cm工具：迴紋針，線 

（五） 2016年冬末：1月 27日生態池拍照觀察與密度調查 

1. 紀錄紙 

2. 筆 

3. 相機                                    

三、探討環境因素對瓶爾小草生長的影響。 

（一） pH值對瓶爾小草的影響：測量土壤 pH值 

1. 花圃中的乾燥土壤 1 g 

2. 電子秤 

3. 50 ml燒杯 

4. 二次水 10 ml 

5. 10 ml量筒 

6. 100 ml燒杯 

7. 玻棒 1支 

8. 鑷子 1支 

9. 廣用試紙 

10. 廣用試紙標準變色表 

11. 記錄紙 

12. 筆 

13. 相機 

（二） 陽光對瓶爾小草的影響 

1. 測量陽光入射角 

(1) 粉筆 

(2) 協助同學 

(3) 捲尺 

(4) 筆 

(5) 記錄紙 

2. 陽光照射時間對瓶爾小草的影響：攝影機 

 

 

圖二 自製調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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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觀察銳頭瓶爾小草孢子體的細部構造。 

（一） 以肉眼觀察其生長環境與個體差異，並以相機記錄其形態差異。 

（二） 將生長形態有明顯差異的銳頭瓶爾小草，選一株具代表性的植株，進

行解剖觀察。 

1. 選定植株後，先以相機拍攝實際其生長情況，再小心的以鏟子整株

挖出。 

2. 洗淨後，小心的將銳頭瓶爾小草洗乾淨，去除其他植物的雜根。 

3. 在解剖顯微鏡下，將銳頭瓶爾小草的根、莖、營養葉與孢子囊枝徒

手切片，製作成玻片標本，以複式顯微鏡觀察。 

二、實地勘察校園中銳頭瓶爾小草之分布。 

（一） 2014年冬末：1月 27日與 29日初步調查 

走訪校園中每一處有泥土的地方，以肉眼尋找銳頭瓶爾小草的蹤

跡，並紀錄它在校園中的分布。 

（二） 2015年春初：3月 9日拍照與觀察 

走訪校園中每一處有銳頭瓶爾小草的地方，並拍下它在校園中的分

布與形態。 

（三） 2015年冬初：12月 12日拍照觀察與花圃編號 

重新觀察學校內有沒有新長的瓶爾小草，並用相機拍下它的形態，

再用紙筆紀錄下來。如有遇到，可用直接數的方式或自製調查工具以利

方便計算其密度。 

 

圖三 以自製調查工具計算銳頭瓶爾小草的密度 

（四） 2016年冬末：1月 26日拍照觀察與密度調查 

在這一次密度調查中，我們觀察到去年沒有瓶爾小草的 1、2樓花圃

有零星的銳頭瓶爾小草長出，而且我們也發現到，本來只有東南方有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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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小草，但發現了各方位也長出少量的瓶爾小草。 

（五） 2016年冬末：1月 27日生態池拍照觀察與密度調查 

第一次走訪生態池，發現了不少的瓶爾小草，尤其是越靠近池塘邊

銳頭瓶爾小草的數量就越多，除此之外也發現了在部分樹木底下有零星

瓶爾小草生長。 

（六） 2016年春初：3月 3日拍照觀察與密度調查 

在這一次密度調查中，我們觀察到 1月 26日沒有銳頭瓶爾小草的花

圃，居然長出了滿滿的銳頭瓶爾小草，是寒假才剛冒出來的。 

三、探討環境因素對銳頭瓶爾小草生長的影響。 

（一） pH值對瓶爾小草的影響：測量土壤 pH值 

1. 以鏟子挖取花圃中的土壤，去除肉眼可見的細根，置入 50 ml的燒杯

中，放在室內陰乾待用。 

2. 以電子秤量取已乾燥的花圃中的土壤 1 g。 

3. 將 1 g的土倒入燒杯中，與 100 ml的二次水充分混合。 

4. 以鑷子夾取一張廣用試紙，測其 pH值，以廣用試紙用標準變色表比

較，在紀錄表中紀錄數值，並拍照留證。 

（二） 陽光對瓶爾小草的影響 

1. 測量陽光入射角：冬末；2016年 1 月 26日 

(1) 量測有最多銳頭瓶爾小草的 A棟，1樓 ~ 5樓之陽光入射角，在

4個時段前(8：30分、9：15分、10：10分、10：20分；這 4個

時段學校會有鐘聲)，請 5位同學拿著粉筆在 1 樓 ~ 5樓正中央的

陽台邊等待。 

(2) 在鐘聲響起時，以粉筆在地板上畫記花圃的影子軌跡。 

(3) 我們再以捲尺測量各樓層走廊上的花圃牆壁高度(H)、各個時間點

花圃的影長(L)，以計算出太陽入射角度(θ) 

2. 陽光照射時間對瓶爾小草的影響：春初；2016年 3月 2日 

(1) 將攝影機架設在 C 棟 5樓，在陽光直射到 A棟所有花圃之前(早

上 6點 40分)，開始拍攝 A棟所有面東南的花圃，直到所有花圃

皆直射到陽光為止。 

(2) 將攝影機架設在 C棟 5樓，在陽光無法直射 A棟所有花圃之前(早

上 10點 30分)，開始拍攝 A棟所有面東南的花圃，直到所有花

圃皆無法直射到陽光為止。 

(3) 計算所有 A棟所有面東南的花圃被陽光直射的時間，以了解陽光

照射時間對瓶爾小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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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銳頭瓶爾小草 (Ophioglossum petiolatum Hook)之分類階層如下： 

     KINGDOM Plantae 植物界 

      PHYLUM Pteridophyta 蕨類植物門 

       CLASS Filicopsida 真蕨綱 

        ORDER Ophioglossales 瓶爾小草目 

        FAMILY Ophioglossaceae 瓶爾小草科 

          GENUS Ophioglossum 瓶爾小草屬 

                              Ophioglossum petiolatum Hook 銳頭瓶爾小草 

一、觀察銳頭瓶爾小草孢子體的細部構造。 

 

   圖四 學校主建築分布與方位圖 

（一） 以肉眼觀察其生長環境與個體差異，並以相機記錄其形態差異。 

1. 生長在 E棟 3樓，沒有孢子囊枝的植株。 

2. 生長在 A棟 5樓，葉子細長，具有孢子囊枝的植株。 

3. 生長在 A棟 5樓，葉子圓短，具有孢子囊枝的植株。 

（二） 將生長形態有明顯差異的銳頭瓶爾小草，選一株具代表性的植株，進    

行解剖觀察。 

1. 生長在 E棟 3樓，沒有孢子囊枝的植株。 

(1) 生長環境與植株外型：一整年都沒有孢子囊枝(2015/1/27 ~  

2016/3/3)，多片營養葉由同一生長點長出，根、莖、葉較幼嫩，

易切成薄片。 

           

圖五 無孢子囊枝的植株       圖六 洗淨後的整株銳頭瓶爾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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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隱約看得出菌根(紅色圓圈中較黑的地方) 

   

圖七 銳頭瓶爾小草根部橫剖面圖 

 

(3) 營養葉：5條維管束(紅色箭頭標示處) 

   
圖八 銳頭瓶爾小草葉片橫剖面圖 

 

2. 生長在 A棟 5樓，葉子細長，具有孢子囊枝的植株。 

(1) 生長環境與植株外型：與圓葉種明顯不同，僅 A5-4花圃中有，

型態疑似狹葉瓶爾小草(O. thermale Komarov)。 

 

圖九 葉子細長，疑似狹葉瓶爾小草的植株 

 

 

 

250 μm 

2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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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長在 A棟 5樓，葉子圓短，具有孢子囊枝的植株。 

(1) 生長環境與植株外型：葉子圓短，春、秋季較易出現初生孢子

囊枝。 

   

圖十 典型的銳頭瓶爾小草植株 

(2) 根：隱約看得出菌根(橫剖面中較黑的地方) 

 

圖十一 銳頭瓶爾小草根部橫剖面圖 

(3) 孢子： 

            
圖十二 銳頭瓶爾小草孢子圖 

200 μm 

4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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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勘察校園中銳頭瓶爾小草之分布。 

（一）2014年冬末：1月 27日與 29日初步調查 

 

1. A棟 5樓的花圃中皆有很多的銳頭瓶爾小草，B棟亦有但較稀疏，C

棟、D棟、E 棟、F棟、G棟皆未發現。 

                  

          圖十三 分布密集的銳頭瓶爾小草    圖十四 較稀疏的銳頭瓶爾小草 

2. A棟 4樓的花圃中亦有不少的銳頭瓶爾小草，B棟、C棟、D棟、E

棟、F棟、G棟皆未發現。 

3. A棟 3樓的花圃中可發現少少的銳頭瓶爾小草，B棟、C 棟、D 棟、

E棟、F棟、G棟皆未發現銳頭瓶爾小草。 

4. 各棟 1、2樓皆未發現銳頭瓶爾小草。 

（二） 2015年春初：3月 9日拍照與觀察 

1. 觀察到種植雲南黃馨的花圃，銳頭瓶爾小草明顯較多；種植馬櫻丹

與小葉馬櫻丹的花圃銳頭瓶爾小草明顯較少。 

   

圖十五 馬櫻丹植株                圖十六 小葉馬櫻丹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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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雲南黃馨植株                    

（三）2015年冬初：12月 12日拍照觀察與花圃編號 

1. 我們將銳頭瓶爾小草的數量分為： 

(1) 無：花圃中沒有銳頭瓶爾小草；每平方公尺 0 株。 

 
圖十八 C1-06花圃中沒有銳頭瓶爾小草 

(2) 零星：花圃中有銳頭瓶爾小草，但零星分布；每平方公尺 10 株以

內。 

 

圖十九 A3-06花圃中僅有一株銳頭瓶爾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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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花圃中有銳頭瓶爾小草，但沒有密集出現；每平方公尺 10株

至 100株之間。 

 

圖二十 E3-04花圃中有 7株銳頭瓶爾小草 

 

(4)多：花圃中有銳頭瓶爾小草，而且分布密集每平方公尺多於 100株。 

 

圖二十一 E5-01花圃中有大量銳頭瓶爾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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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6年冬末：1月 26日拍照觀察與密度調查 

1. 在學校 3 ~ 5樓中，有銳頭瓶爾小草出現的花圃數量朝南的遠多於

朝北的花圃， 1 ~ 2樓則沒有任何花圃有銳頭瓶爾小草出現。 

 

 

 

 

 

 

 

 

 

 

 

 

 

 

 

 

圖二十二  冬末各樓層銳頭瓶爾小草分布與密度圖(藍色虛線為上午光線入射角 

          度，日期 2016年 1月 26日) 

 

2. 有銳頭瓶爾小草的花圃，其主要植栽以雲南黃馨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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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三 冬末各樓層銳頭瓶爾小草分布與主要植栽比較圖(2016年 1月 26日) 

三樓 四樓 

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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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16年冬末：生態池拍照觀察與密度調查 

1. 於 1月 27日，調查生態池的銳頭瓶爾小草大多長在朱槿、撒金變

葉木等灌叢底下，少有孢子囊枝；未長在灌叢底下的，更是零星

分布，缺枝少葉的。 

   

圖二十四 綠色星形位置的銳頭瓶爾小草零星分布(0 ~ 10株/m2)；黃色星形

位置的銳頭瓶爾小草少量分布(10 ~ 100株/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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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6年春初：拍照觀察與密度調查 

1. 與 1月 26日相同，3月 3日在學校 3 ~ 5樓中，有銳頭瓶爾小草出

現的花圃數量朝南的遠多於朝北的花圃， 1 ~ 2樓則沒有任何花圃

有銳頭瓶爾小草出現。 

 

 

 

 

 

 

 

 

 

 

 

  

 

 

 

 

 

圖二十五  春初各樓層銳頭瓶爾小草分布與密度圖(2016年 3 月 3日) 

2. 與 1月 26日相同，有銳頭瓶爾小草的花圃，其主要植栽以雲南黃馨

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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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六  春初各樓層銳頭瓶爾小草分布與主要植栽比較圖(2016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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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僅有三個朝向的花圃有銳頭瓶爾小草分布，且以東南向與西南向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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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  春初各樓層銳頭瓶爾小草分布與花圃朝向比較圖 

           (2016年 3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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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環境因素對銳頭瓶爾小草生長的影響。 

(一) pH值對瓶爾小草的影響：測量土壤 pH值 

1. 我們以土壤 pH值為橫軸，銳頭瓶爾小草的密度為縱軸，畫出簡單

迴歸分析圖，可看出土壤 pH值與銳頭瓶爾小草的密度幾乎不相關

(圖二十八，R2=0.0049)。 

 

圖二十八 土壤 pH值與銳頭瓶爾小草密度的迴歸關係 

 

(二) 測量陽光入射角 

1. 測量陽光入射角：春初(2016年 1 月 26日) 

(1) 各方位的受光照時間 

  

         圖二十九 桃園地區四季太陽仰角示意圖 

    桃園地區位於北緯 25度，秋冬季時期太陽在天空中的運行位置

為中天偏南方，正午的太陽仰角為 40度至 65 度，陽光主要從偏南方

照射學校建築物，圖三十的斜線區域為早上無陽光直射區。 



17 

            

         圖三十  陽光入射方位與建築物關係圖 

(2) A棟各樓層陽光入射角度差異  

    在早上 8點 30分至 10點 20分之間，同一時間測量各樓層圍

牆高度及影長計算出的陽光角度，各樓層照射角度差距甚小，接

受到的能量應相當，對瓶爾小草的分布沒有太大影響。 

(3) A棟受對面樓層遮蔽 

    在測量影子當天，早上在 8點 30分之前，1樓花圃受對面建

築物之陰影遮蔽，無法受光照射，進入冬季，早晨陽光仰角更小，

遮蔽的時間也越久。5樓受光約 6小時，每往下一樓層減少約 20

分鐘(圖三十一)。 

 

 

 

 

 

 

 

 

 

 

 

 

 

                圖三十一 A棟早晨受對面建築物陰影遮蔽示意圖 

 

教 

室 

內 

部 

5F 

 

 

4F 

 

 

3F 

 

 

2F 

 

 

1F 

早上受對面建築

物陰影遮蔽 

教

室

內

部 

5F 

4F 

3F 

2F 

1F 



18 

(4) A棟側向樓層(樓梯)遮蔽 

    每日近中午時，從 1樓開始會漸受到，受到敦品樓旁的樓梯

陰影影響，接著 2、3樓近樓梯側的花圃受光照射時間會減少。 

                

               圖三十二 春初早晨 A棟受光情形(2015年 3月 13日上午 07：54) 

2. 陽光照射時間對瓶爾小草的影響：2016年 3 月 2日                     

(1) 在 A棟、面東南、主要植栽為雲南黃馨的花圃中，我們以陽光直射

時間為橫軸，銳頭瓶爾小草的密度為縱軸，畫出簡單迴歸分析圖，

可看出花圃照光時間與銳頭瓶爾小草的密度有中度正相關(圖三十

三，R2=0.6993)。  

       

 

 

 

 

 

 

 

 

 

 

 

 

 

 

      圖三十三 花圃照光時間與銳頭瓶爾小草密度的迴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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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A棟、面向東南花圃植栽、光照、密度統計表 

花圃編號 主要植栽 光照(分鐘) 密度(株/m2) 

A2-3 馬櫻丹 175 0.0 

A4-3 馬櫻丹 226 7.4 

A2-6 馬櫻丹 279 0.0 

A2-5 馬櫻丹 289 0.0 

A2-4 馬櫻丹 294 0.0 

A4-6 馬櫻丹 310 6.9 

A4-5 馬櫻丹 330 0.0 

A4-4 馬櫻丹 343 0.0 

A1-1 雲南黃馨 186 0.0 

A3-3 雲南黃馨 235 0.0 

A1-3 雲南黃馨 261 0.0 

A1-2 雲南黃馨 270 0.0 

A3-5 雲南黃馨 309 3.2 

A3-4 雲南黃馨 318 1.6 

A5-4 雲南黃馨 375 844.4 

A5-3 雲南黃馨 385 800.0 

A5-5 雲南黃馨 390 1066.7 

 

陸、 討論 

一、觀察銳頭瓶爾小草孢子體的細部構造。 

1.銳頭瓶爾小草在學校的生長形態分三類，不長孢子囊的植株，可能為澆

水頻率少，長不出孢子囊枝；僅在 A5-4出現的疑似狹葉瓶爾小草(O. 

thermale)，之後應將其移地種植，以確認是何種瓶爾小草。 

2.在根部剖面發現菌根，表示本校花圃中應有能與銳頭瓶爾小草共生的菌

種。之後若能做出光照如何影響銳頭瓶爾小草的生長，也許能對本校長

不出銳頭瓶爾小草的花圃做光照測試，看看是不是也長出銳頭瓶爾小草。 

二、 實地勘察校園中銳頭瓶爾小草之分布。 

1.銳頭瓶爾小草主要生長於 3 ~ 5樓朝向西南與東南的花圃中(圖二十二、

圖二十五)，我們認為應與銳頭瓶爾小草的習性與生長週期有關，經過我

們的觀察，它在許多花圃都留有生長點，多在秋末與春初大量長出，孢

子囊枝成熟釋出孢子後，就慢慢的倒下、枯死，夏天是本校銳頭瓶爾小

草數量最少的時候。而冬天的太陽由南方天空照射而來，所以，朝向西

南與東南的花圃會接收到較多的日照，所以能冒出較多的銳頭瓶爾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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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G棟 5樓有一個種了睡蓮、淹水的花圃，據老師說，在 8年前，它可

是長滿銳頭瓶爾小草的花圃，但現在，一棵也不見，與恰好與沃在 2015

年所提出的呼應。 

3.在生態池的銳頭瓶爾小草數量少、密度少、狀態不佳，我們猜測是因為

樹木遮蔭較多，且澆水時間不定所造成。 

三、 探討環境因素對銳頭瓶爾小草生長的影響。 

1.土壤 pH值對銳頭瓶爾小草的分布沒有太大的影響(圖二十八， 

R2=0.0049)。 

2.主要植栽的影響很顯著，在圖二十二、圖二十五中可以發現 A棟 3樓與

5樓皆有銳頭瓶爾小草的分布，4樓的受光與溫度，應介於 3樓與 5樓

之間，卻只有 1、2個零星分布的樣區，我們認為是因為 3樓與 5樓種

的主要植栽是雲南黃馨(圖十七)，而 4樓的主要植栽是馬櫻丹(圖十五)

與小葉馬櫻丹(圖十六)之故，由圖二十三可知銳頭瓶爾小草大多都分布

在主要植栽為雲南黃馨的花圃中。在我們上網搜尋文獻後，大多文獻皆

指出馬櫻丹與小葉馬櫻丹皆屬於馬鞭草科馬櫻丹屬的植物，對哺乳動物

有毒性，對其他生物沒有太大影響(醫 2009；清 2016)。但我們認為馬櫻

丹分泌的某些化合物使銳頭瓶爾小草難以生長，這些化合物不影響土壤

的酸鹼，若要確認將來應從馬櫻丹所含的化學物質一一測試。 

3.各樓層陽光照射角度差異不大，即同一時間各樓層花圃單位面積受光能

量相近；而受建築物陰影遮蔽時間較長之 1、2樓花圃，銳頭瓶爾小草

生長的情形較 4、5樓的花圃差。可見光照時間長短對於銳頭瓶爾小草

的生長影響較明顯，而非陽光照射角度。 

4.在 A棟、面東南、主要植栽為雲南黃馨的花圃中，可看出照光時間的確

有助於銳頭瓶爾小草的生長與分布(圖三十三，R2=0.6993)。而且，在這

些花圃中，銳頭瓶爾小草密度多的花圃陽光直射皆超過 375分鐘(表一)。 

5.在 2016年 3 月 2日，本校朝東南的花圃(58 個)有太陽直射的時間約在 7

時至 13時，而朝西北的花圃(87個)，接受太陽直射的時間從 12時至 17

時 50分，整體受光長度均為 6小時左右，但卻明顯發現朝東南的花圃

中銳頭瓶爾小草的生長數量明顯大於朝西南的花圃，我們認為可能是下

午因地面輻射而平均氣溫較早上高，所造成的差異。 

6.我們沒有測量土壤水分的含量是因為本校各掃區的花圃，理論上，上午

與下午的掃地時間都應該被完全澆濕，而各班是否確實澆水，實在不是

我們能監控的。 

四、 歸納銳頭瓶爾小草最佳生長環境。 

    在沃(2015)《瓶爾小草/一葉草的種植方法》中指出以下三個條件是種

植瓶爾小草的最佳環境：1.陽光不要直射，但是也不能太過陰暗；2.要維持

空氣和土壤的高濕度，但是最好不要積水；3.要用肥沃但是透氣的介質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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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才能長得肥壯。在本校的花圃中，第 1點都很符合；今年冬季的天氣

也非常適合作者的描述。但是，從我們的研究得知在面向東南的花圃中，

陽光直射時間超過 6小時，較適合銳頭瓶爾小草的生長。而且銳頭瓶爾小

草喜愛冬季上午的陽光勝過下午的陽光，我們推論應為銳頭瓶爾小草在氣

溫較低時，吸收光能的效率較佳所致。而且我們發現，雖然銳頭瓶爾小草

喜歡長在灌叢下方，但是馬櫻丹不是他所喜歡的灌叢。 

 

柒、 結論 

1. 銳頭瓶爾小草喜愛冬季由南方照射而來的暖陽，且照射時間超過 6

小時，較適合銳頭瓶爾小草的生長，但氣溫太高時，由西北射來的

陽光，就無法促使其生長。 

2. 馬櫻丹會抑制銳頭瓶爾小草的生長，使其無法生長在有馬櫻丹的花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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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316  

1. 本研究探討分析瓶爾小草在校園各處的生長差異因素，具鄉土

性，也具有實用價值。 

2. 本研究進行了多次變因的分析，得到多項測量結果，但多層現

象觀察結果、關鍵因素，尚待進一步探討確認，請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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